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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护理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干预效果
分析
汪旦斐  （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浙江杭州  311115）

摘要：目的：分析社区护理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干预效果。方法：抽取于我院治疗的 60 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研究，按治疗

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、实验组。对照组30例，给予常规护理干预，实验组30例，给予社区护理干预，比较两组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（SDSS）、

康复状态量表（MRSS）评分，并记录两组患者 12 个月内的复发率、再住院率。结果：护理 6、12 个月实验组 SDSS、MR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

（P＜ 0.05）；实验组复发率、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（P＜ 0.05）。结论：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社区护理干预能明显减轻患者症状，

提高康复效果，降低疾病复发率和再住院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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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疾病，多在青壮年
缓慢或亚急性起病，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，
涉及感知觉、思维、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，以及精
神活动的不协调。患者一般意识清楚，但部分患者会出现
认知功能损害。病程一般迁延，呈反复发作、加重或恶化，
部分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，但有的患者经过药物
治疗与心理治疗后，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。本研究
主要分析社区护理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干预效果。
现报道如下：

1 资料与方法

1.1  一般资料

抽取 2019 年 1 月 ~2021 年 2 月来我院治疗的 60 例康复
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研究，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、
实验组，每组 30 例。实验组男 15 例，女 15 例；年龄 21~62
岁 , 平均（45.5±11.5）岁。对照组男 16 例，女 14 例；年龄
20~61 岁，平均（44.8±11.6）岁。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
性差异（P＞ 0.05），具有可比性。

1.2  护理方法

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，主要包括健康知识教育、心
理干预等。实验组给予社区护理干预。（1）个体化用药管理：
对患者家属进行药物用法用量的培训，指导其监督患者合理用
药，稳定患者病情。（2）个体化生活指导：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，
一般15 d 随访 1次，了解患者的生活状况，指导患者的工作
和生活。（3）个体化心理护理：精神病患者因思维、情感和
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，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，出院后往往心
理活动都较复杂，心理较脆弱，担心今后难以融入社会，难以
和家人相处。护理人员应深入社区，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，对
患者进行心理梳理，让患者以平常心态对待病情，积极配合药
物治疗 [1]。

1.3  观察指标

分别于护理前及护理 3、6、12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社
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（SDSS）、康复状态量表（MRSS）评分；
比较两组患者 12 个月内复发率、再住院率。复发是指患者再
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，再住院标准是指因病情复发住
院时间≥ 4 周。

1.4  统计学处理

数据处理采用SPSS24.0软件，计量资料以（x ±s）表示，

采用 t 检验；计数资料用 % 表示，采用 χ2 检验。P ＜ 0.05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
2.1  两组患者SDSS、MRSS评分比较

护理前及护理 3 个月，两组 SDSS、MRSS 评分比较，差

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 ＞ 0.05）；护理 6 个月、12 个月，实验

组 SDSS、MR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（P＜ 0.05）。见表 1。

表 1  两组患者 SDSS、MRSS评分比较（ ±s，分）

时间 指标 实验组（n=30） 对照组（n=30） P

护理前
SDSS 10.8±3.1 11.3±4.2 ＞ 0.05

MRSS 74.3±14.3 75.5±15.6 ＞ 0.05

护理 3 个月
SDSS 8.5±2.8 9.2±3.2 ＞ 0.05

MRSS 64.5±11.5 66.5±12.5 ＞ 0.05

护理 6 个月
SDSS 4.6±2.7 8.8±4.3 ＜ 0.05

MRSS 41.4±8.1 61.3±10.2 ＜ 0.05

护理 12 个月
SDSS 4.3±1.8 8.3±4.5 ＜ 0.05

MRSS 35.2±9.3 58.2±14.1 ＜ 0.05

2.2  两组患者复发率、再住院率比较

实验组复发率、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（P＜0.05）。见表2。

表 2  两组患者复发率、再住院率比较 [n（％）]

组别 n 复发 再住院

实验组 30 2（6.67） 1（3.33）

对照组 30 12（40.00） 10（33.33）

χ2 10.711 11.043

P 0.001 0.001

3 讨论
精神分裂症为严重性精神疾病，病因不明，患者主要表现

为思维异常，行为举止无规律，脱离现实意义，且随着病情发展，

患者自身对社会认知、适应性将明显下降甚至脱节，加重患者

精神性衰退症状。治疗后的康复期十分关键，康复期进行针对

性的社区护理，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，提高康复效果，

降低疾病复发率和再住院率。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护理 6、12 个月实验组 SDSS、MRSS

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，且实验组复发率、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（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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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护理服务对减少急诊输液室投诉率的效果
观察
王影  （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急诊输液室，江苏苏州  215011）

摘要：目的：分析优质护理服务对减少急诊输液室投诉率的效果。方法：选取 2020 年 3 月 ~2021 年 2 月急诊患者 64 例，采取双盲法分为对

照组与试验组，各 32 例。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，试验组则采取优质护理服务。对比两组纠纷投诉率。结果：试验组纠纷投诉率低于对照组，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 0.05）。结论：优质护理服务能够显著减少急诊输液室投诉率，保障护理质量。

关键词：优质护理；急诊输液室；投诉率

急诊患者情绪相对而言不稳定，治疗依从性较差，护理
人员易出现静脉穿刺失败等现象，加之患者家属也易产生不
安、紧张等不良情绪，极易引发护患纠纷，降低医疗服务水平，
同时会对医院声誉产生不利影响。优质护理指的是改良与优
化常规护理细节，以患者为中心，加强服务质量，增强护理
服务水平。针对急诊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能够显著减少输
液风险，防止医疗纠纷，对急诊输液室投诉率的降低大有裨益。
基于此，本研究分析优质护理服务对减少急诊输液室投诉率
的效果。现报道如下：

1 资料与方法

1.1  一般资料

选择 2020 年 3 月 ~2021 年 2 月在我院收治的急诊患者
64 例，采取双盲法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，各 32 例。对照组
男18例，女14例；年龄19~61岁，平均年龄（42.6±10.7）岁。
试验组男17例，女15例；年龄18~62岁，平均年龄（44.2±11.5）
岁。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，
具备可比性。

1.2  护理方法

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。试验组患者采取优质护理，
主要包括：（1）培训学习。加强护理人员加强护理意识，学
习并掌握优质护理的核心，加强对输液穿刺技能提升，排班
中选择固定配对方法，各层次的护理人员在岗，起到帮带作用，
确保一次穿刺成功。（2）输液护理。穿刺成功后协助患者舒
适体位，合理调节输液速度，护理人员进行巡查并提供帮助，
输液结束告知按压穿刺点止血。（3）健康宣教。入院介绍病
房环境、医院护理治疗制度，保持对患者的耐心，提高亲和力，
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。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，了解治疗反馈，
从而提供护理支持。住院期间对患者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健康
教育，由于急诊患者及家属对输液固定及所产生的不良反应
缺乏正确的认知，因此护理人员要将静脉输液流程、穿刺固
定相关知识介绍给患者及家属，同时对发病原因、并发症、
治疗措施和预防方式进行简要介绍，从而让患者有着更高的
配合程度，顺利完成输液工作，最大化地减少护患纠纷。（4）
护理技能。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，增强其心理素质，
从源头切断急诊输液室投诉行为。

1.3  观察指标

比较两组纠纷投诉率

1.4  统计学方法

通过 SPSS25.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数据，计量资料以

（x ±s）表示，采用ｔ检验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，采用χ2检验，
P＜ 0.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护理后，试验组纠纷投诉率低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

意义（P＜ 0.05）。见表 1.

表 1  两组纠纷投诉率比较 [n（%）]

组别 n 纠纷投诉

对照组 32 10（31.25）

试验组 32 2（6.25）

χ2 6.14

P 0.015

3 讨论
急诊输液室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护患纠纷的场所，如若护

理人员的服务质量未提升，不能够最大化地满足患者及家属
的相关需求，易引发后续患者及家属对急诊输液室的投诉。
由于部分急诊患者对穿刺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惧心理，使患者
治疗依从性降低，影响最佳治疗时间，抑制病情康复进程 [1]。
因此，选择良好的护理方式对于降低急诊输液室投诉率显得
尤为重要。

优质护理服务主要是将患者作为中心，对常规护理进行
改良与优化，可以显著提升护理质量与效率，增强护理服务
水平，有效降低急诊输液室投诉率 [2]。本研究结果显示，试
验组急诊输液室投诉率低于对照组，表明优质护理能够改善
护理质量，降低急诊输液纠纷投诉率，值得在临床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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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 0.05）。综上所述，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社区护
理干预能明显减轻患者症状，提高康复效果，降低疾病复发
率和再住院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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